
长江东去，穿三峡，驰平野，奔流入海。

重庆市奉节县正坐落于三峡入口，只见青山

如削，壁立千仞，往来船只如梭。

一 夫 当 关 ，万 夫 莫 开 ，奉 节 自 古 险 要 。

守巴蜀必守奉节，出巴蜀亦必经奉节。

正因如此，奉节长期成为夔州重地，李

白、杜甫、刘禹锡等诗人驻足停留，一览三峡

胜景，留下精彩文字——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

奉 节 ，一 座 笔 墨 筑 成 的 诗 城 。 自 古 以

来，诗人们在奉节留下上万首诗篇。仅 2009
年编印的《夔州诗全集》，就收录了 472 位诗

人、4464 首诗篇。2017 年，奉节被中华诗词

学会授予“中华诗城”称号。

如今，依托丰富历史底蕴，奉节打造了

一批重点景区，文化搭台、旅游赋能、经济唱

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正生长为现代化文旅

大县。2022 年，奉节全县接待游客超 2560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2.3%；旅游综合收入 143.7
亿元，同比增长 20.7%。

诗篇，串起风景名胜

奉节县城往东，瞿塘峡入口有一座岛，

其上便是白帝城的主体。远远望去，红墙

掩映，绿树葱郁，亭台楼阁点缀其间。

西汉末年，公孙述据蜀，在山上筑城，因

城中一口水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他便自

称白帝，并将其命名为白帝城。诗人李白一

首《早发白帝城》，更让此地名扬千古。

白帝城本与陆地相连，三面环水，一面

靠山，三峡库区蓄水后，白帝城便成为一座

江心岛。穿过风雨廊桥，沿着青石阶梯拾级

而上，山势陡峭依然，跨江铁索仍在。

迈进白帝庙，明良殿内，刘备、诸葛亮等

塑像肃穆，托孤堂内再现了 1800 年前刘备托

孤场景。贞观年间，唐太宗为旌表诸葛亮奉

刘备“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品质，

将人复县改名奉节县，沿用至今。

“这是观赏夔门的最佳地点，也是 10 元

人民币的背景图。”白帝城景区讲解员冉智

中手指前方：夔门雄踞，青山夹峙，长江之水

浩荡东泻，瞿塘峡自此开端。

“寒 衣 处 处 催 刀 尺 ，白 帝 城 高 急 暮 砧 ”

“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众水

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遥想当年，目睹如

此雄奇景象，杜甫诗兴大发。据考证，他在

奉节的两年多时间作诗 430 多首。

离开白帝城，驱车山路，盘旋而上，在云

雾缭绕的赤甲山半山腰，便可以看到醒目的

杜甫诗句“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

巅”，“三峡之巅”由此得名。

“三峡之巅”风景区是长江三峡最高处，

青山逶迤，长江犹如一条巨龙从瞿塘峡中穿

过，滔滔东流。

“这里风景太好了，视野非常开阔，让人

心情愉悦，神清气爽。”来自陕西的游客谢飞

说，他爱好诗词，为杜甫诗句所吸引，远道

而来。

像谢飞这样的游客还有不少，跟着诗词游

奉节，正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旅游打卡方式。

处处有风景，处处是诗词。在诗歌的滋养下，

古诗城正焕发新活力。

诗意，写就文旅文章

天 作 幕 ，船 为 台 ，伴 随 萧 萧 笛 声 ，舞 台

上，诗人站立山峦之上，一幅山水画徐徐展

开 。“ 风 急 天 高 猿 啸 哀 ，渚 清 沙 白 鸟 飞

回”……一首杜甫《登高》将观众拉回千年

之前。

来奉节旅游，欣赏诗词文化实景演艺节

目《归来三峡》已经成为“标配”。节目以当

地名胜古迹为背景，吟诵唐宋诗词，以歌伴

舞，并作旁白注解，让观众领略长江三峡壮

美的自然景观与中华诗词的意蕴之美。

“每天都有几百名观众，我们演得也有

劲儿。”参演人员冉瑾说，作为奉节文旅融合

的 成 果 之 一 ，《归 来 三 峡》的 知 名 度 越 来

越高。

“诗词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里，还要

为经济赋能，让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县域发展

和乡村振兴。”奉节县委书记张果介绍。依托

璀璨的诗词人文和绮丽的独特风景，近年来，

奉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唱响“三峡之

巅 诗橙奉节”文化品牌，让诗与远方更好

结合。

“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是奉节的另

一张亮眼名片，已连续举办 6 届。2022 年 12
月底，正值漫江碧透、万山红遍的时节，奉节

县体育馆内，灯火通明，掌声雷动，10 多名舞

者身姿婀娜，旋转、跳跃、弯腰、摇曳……融

入舞台，拂袖流云间带大家梦回悠悠白帝

城，也拉开了开幕式晚会的序幕。

依托诗歌节举办美食文化节、招商引资

签约、旅行商大会等活动，联手《中国诗词大

会》举办“诗和远方——夔州书画展”，奉节

文旅产业正在形成集聚效应。

既要开展文化活动、促进旅游，还要挖

掘景点内涵、彰显诗意。奉节打造“中华诗

城”全景一日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将依

斗门、夔州博物馆、白帝城、《归来三峡》如珠

串联，方便游客集中领略诗词文化。

如今，在奉节，随处可见诗词的影子，全

县各酒店、饭店、景区也都融入了诗词内容，

酒店房间还会专门放置夔州诗词书籍，让游

客随处与诗相遇。

诗承千年，筑此诗城。杜甫曾在奉节管

理橘园，留下“园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之

句。没承想，柑橘类水果与这片土地结缘至

今，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每到柑橘成熟时

节，长江之滨，橘林起伏，香飘四溢。

怎 样 将“ 诗 ”与“ 橙 ”两 张 名 片 结 合 起

来？奉节探索农文旅融合，打造一批脐橙观

光旅游线路。每年 4 月，永乐镇大坝村脐橙

花开，金黄的脐橙与白色的橙花相映成趣，

形成“花果同树”的独特景观，吸引了城郊游

客纷纷前往打卡。

目前，奉节县A级景区达 24个，其中 5A级

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6 个，全县文化经营主体

已达 1113家、旅游经营主体达 4686家。旅游

综合收入增长迅速，不少人端稳“文旅饭”。

重庆万重山文化旅游公司总经理张剑

就是其中之一，依托奉节良好的旅游环境，

他在“三峡之巅”风景区旁建民宿，办农家

乐。一到饭点，餐厅里，热热闹闹，游客三五

成群前来消费。“旅游红火了，我们生意也旺

了。”张剑说。如今，市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七成来自奉节以外。

2022 年 6 月，郑渝高铁正式通车，更是

拉近各地游客和奉节的距离。奉节推出瞿

塘峡深度游、画舫游、“巅峰双峡”游等水上

游线路，丰富旅游供给。

“文化和旅游贯穿奉节发展历史，雄奇

景色和深厚文化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他们

旅居奉节，进一步丰富文化积淀。”重庆工商

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中心研

究员莫远明表示，文旅是奉节发展的独特

优势。

诗韵，融入日常生活

年近八旬，可老赵仍然闲不下来，一有

空就琢磨吟诗作赋，每到兴奋时，便挥毫泼

墨，记录下来。

老赵大名赵云鹏，奉节县永安镇村民。

看到遍地柑橘金黄，他赋诗一首：夔州柑橘

黄 ，商 贾 聚 瞿 塘 。 举 目 山 披 翠 ，穿 林 果 泛

香。人欢歌四野，车运绕崇岗。老酒邀同

醉，农家话小康。

农民怎么成了诗人？

镜头拉回 2000 年，老赵正在地里挥汗如

雨，有老朋友创办诗社，邀他入伙。“我都 50多

岁了，一点基础没有，还能写诗？”老赵摆摆手。

“这有啥，咱这地方出过那么多诗，有灵

气哩！”在朋友劝说下，老赵答应试试。

读了历代诗人在奉节留下的精彩篇章，

老赵受到启发和鼓舞，陆续创作了 600 多首

诗。以文会友，他和诗友们成立诗词学会，

经常一起切磋。如今，老赵参加的诗友圈已

经发展到 160 多人。

老赵的经历，在奉节并不少见。白帝城

景区讲解员胡红能将奉节上下千年历史文

化娓娓道来，引导游客穿行于古今之间，感

受诗词的前世今生；景区保安李冲国，给自

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每天至少背诵一首诗，

要积累上千首诗歌；出租车驾驶员余明炯接

触诗词多年，与诗词有关的奖状、证书、奖

牌，拿了不少……不同年龄、职业的奉节人

都在接过诗词文化“接力棒”，用自己的方式

热爱、传承诗词。

90后奉节女孩钱敏，每学习一首新诗，就

将其誊抄在便笺上，装订成“口袋诗集”，反复

诵读，最终登上《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

“这片土地自古就有诗歌传统，诗词文

化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张果说。

诗 词 元 素 融 入 奉 节 的 大 街 小 巷 ：打 造

“以诗会友”平台，先后成立“夔州诗词学会”

等学会；各学校、企事业单位每年都会举行

诗词朗诵会、研讨会和采风活动；出版《夔州

诗全集》等数十册诗词类著作；不少学校、街

道、餐厅、河流都以诗词命名。

如今的奉节，满城浸染诗书气。东望夔

门，大江奔流，但青山依旧，诗韵如常。

“千载诗城韵，而今景更妍。”老赵伏案

提笔，在纸上写下这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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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西北工业大学又有 4 家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入

选陕西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目前入选‘链主’企业已达

7 家。”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主任符新伟介绍。

2019 年 12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

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

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办企业、兼

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等。2021 年以来，西北工业大学积极

探索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

称评定制度”“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等

3 项国家全面创新改革任务，以此牵引科技成果转化，破解

“不敢转”“不想转”等难题，实现了高校科研人员从“要我转”

到“我要转”的转变，持续激发人才科技创新活力和成果转化

动力，推动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为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

副研究员董素艳成立了西安流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国

产高端工业仿真软件。“目前研究出 10 余款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仿真软件产品，在实现自主可控的同时，关键参数已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董素艳说。西安砺芯慧感科技有限公司攻克

一批中高端智能传感器芯片加工制造难题，建成了一条覆盖

常温、高温、超低温薄膜温度传感器芯片自动化生产线。“未来

3—5 年的目标是建成国内智能温度传感器制造中心和智能

传感器测试计量中心，支撑研发、服务生产、吸引产业聚集。”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西安砺芯慧感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罗剑说。

据统计，自 2021 年 3 月陕西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北工业大

学已将 200 多项知识产权评估作价 3.7 亿元，新增 39 家成果转

化参股企业，吸引社会资本超 20 亿元；与企业共建 40 余支“科

学家+工程师”队伍、20 余家“四主体一联合”校企联合研究中

心；6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科技成果的转化也反哺

着学校教学科研。例如，校企共建“科学家+工程师”产学研

联合攻关队伍，将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相结合，共同研发、攻

克了复合材料复杂构件关键技术，促进了航空宇航学科融合

和发展。

为真正实现科技服务资源的垂直整合、跨界融合，提供一

体化的全链条服务，对科技成果转化起到“催化剂”作用，学校

依托企业组织学生参加“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创客中国”等比赛，获得多个奖项。“学校将继续瞄准

国家重大需求与未来产业发展，发挥科研优势，优化团队结

构，更好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助

理张开富表示。

西北工业大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本报记者 龚仕建

本报上海 7月 25日电 （记者黄晓慧）24 日起，为期 3 天

的浦江基础科学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国内外的近 40
位顶尖科学家，围绕“基础科学的现状与未来”共谋创新、共话

合作。

论坛召开期间，与会科学家开展多场互动交流对话，以此

构建科学家国际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促进上海数学研究的开

放与合作。围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的目标，上

海近年来不断营造适合基础研究的环境。在推动数学、物理、

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发展上，上海集聚了一批高水平、研究型

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牵头组建的国家实验室完成高质量入轨

运行。已建和在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 15 个，加快推动国

家基础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开

展前沿科学探索汇聚和培育顶尖人才。

同时，上海以基础研究特区建设为切入点，不断优化选题

机制、支持方式和评价管理体系，给予科研人员长期稳定支

持，并在上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部分人才类项目中率先实

施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赋予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

浦江基础科学发展论坛开幕

本报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尹晓宇）由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编纂出版的《江苏古代城

市图志》（以下简称《图志》）24 日在南京发布。

《图志》以此前出版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所收录的 650
多种方志古籍为依托，以江苏省现行行政区划为标准，分设

13 卷，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省、府、州、县城市史简介共 48 篇、

图片 260 余幅。《图志》采用“看图说话”的方式，从历代方志中

精选城市图谱和城市简介，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江苏城市

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在每个城市之下分设志、图两个板块，

先志后图。“志”即文字部分，为城市简介，主要是对城市建置

史、城建史、文化史进行宏观的介绍。“图”的部分则主要收录

城池图与重要建筑图、名胜图等。《图志》以宣纸影印、手工线

装，一函六册，展示了江苏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蕴藏的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江苏古代城市图志》发布

本报承德 7月 25日电 （记者王珏）依托四方洞古人类遗

址、鹰手营子矿区综合展览馆等研学路线，培养讲解员，讲述

红色故事……河北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深挖红色资源，培养

讲解员人才队伍，吸引返乡人才为家乡文旅产业代言，搭建

“文旅人才大联盟”，促进文旅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近年来，鹰手营子矿区引领村（社区）党员干部、致富带头

人、优秀返乡人才等人员成立“家乡宣讲联谊会”，搭建起乡贤

出智出力平台，引导乡贤反哺家乡，打造了一批特色旅游项

目。依托文旅项目，当地探索出“电商+民宿+土特产+农户”

合作机制，搭建“文旅人才大联盟”线上线下矩阵，宣传展示特

色乡村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河北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